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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一个隐藏自己思想意图的大师，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材料。
”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是很想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留了下来；
老年时期的毛泽东有许多出国机会，但他却不自觉地挡住了自己迈向世界的脚步⋯⋯    毛泽东一生中
曾出过两次国，去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对于毛泽东仅有的两次国外之行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毛泽东在几经周折中如何运用超凡智慧?在紧要
关头怎样镇定自如?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怎样忍辱又怎样抗争?本书将用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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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1.引子：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国留学？
不组织一个游俄队？
  2.毛泽东第一次也想走出中国，以便“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
斯大林婉言相劝。
  3.米高扬只带着“耳朵”秘密访华，在太行山麓的西柏坡会晤毛泽东。
  4.刘少奇秘密访苏，连续5次与斯大林密谈。
  5.难以断流的历史长河：苏共和中共间的恩恩怨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来电承认新中国。
意味深长的是，一年前苏联驻华大使却作为惟一的外国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
  ⋯⋯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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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斯大林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建议。
    在外蒙问题进行了交易后，国民党代表又重申：“只要中共保留独立的军事和政府组织，要统一中
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只支援中国的中央政府。
”    斯大林则再次承诺：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是道义上的
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
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他说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
必要的。
并表示，待一切问题解决后，中国政府可以派一个代表团随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便接收一切。
    这便是第四次会谈的内容。
    关键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第五、六次会谈便进行得十分顺利。
    7月下旬后，远东残局急剧变化。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事先未同斯大林商量的情况下，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
公告；    8月6日上午，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8月9日，苏联提前宣布了对日宣战书；    8月10日，
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此时，中苏条约尚未签订，苏方感到焦虑。
因为中国之所以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请示苏联出兵抗日，但现在这一条件已
不复存在，中国会不会改变主意呢?斯大林从波茨坦会议结束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就立即与国民党代
表团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斯大林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就要进人满
洲了。
中方代表宋子文只得作出让步。
    8月14日，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
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
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
问题的照会等。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
与日本单独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
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  “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
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为一纯粹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    “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
海军根据地，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    “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
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
    “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
现在的边界为国界。
”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一个把苏、美、英在雅尔塔的“秘密协定”进行公开合法化的
不平等条约，它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蒋介石却对这个条约表示满意。
正如麦克民尔在《美国、英国和俄国》一书中所言，因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
赔钱的买卖。
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
国本土行使权力。
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
”    美国方面也对此表示满意。
美驻苏大使馆在9月10日致美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俄国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
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
”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解放满洲，本来完全可以给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帮助，因为这一地区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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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工业设施和最先进的机械设备，但苏军在占领东北后，视东北工业为战利品，把许多工厂
里所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搬往苏联，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都只剩下一片
空房子，连在东北的日本高级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及家具都被搬运一空。
不仅如此，苏联还不允许中共在东北的主要铁路枢纽和工业中心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夺取政权，而与
蒋介石达成协议，由蒋介石的军队去接收。
    1946年后，斯大林还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其参加国民党政府。
甚至直到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直逼南京时，斯大林仍希望划江而治。
从某种意义上言，斯大林是出于“好心”，他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统一中国，因此最好的出路
是参加到国民党政府中去。
    直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与
蒋介石的谈判仍在进行，这些谈判包括苏联在新疆的投资及建立公司等。
这一个月，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已大部撤走，斯大林却下令与中国的“合法政府”代表继续谈判    4月，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的解放已毫无疑问的时候，苏联的报纸才改变了口吻，称国民党政权是反
动政权。
直到秋天，《真理报》才发布南京解放的消息。
    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也表现出正确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感情上他更亲近于中共
，因为中共的事业毕竟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支持。
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
特别对王明，斯大林长期信任他，但对毛泽东却一无所知。
1937年，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斯大林殖民地附属国问题的专家身份回国，他
志大学疏，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发号施令，并企图取代毛泽东的地位。
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但可贵的是，斯大林尊重中国党自己的选择，尊重中国革命的事实，毅然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而不是王明，这从组织上保持了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轨道前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心里是有数的，但中国人以其宽厚
和反躬自省的态度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是这种态度的典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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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子1920年5月11日清晨。
上海。
    一艘法国远洋轮缓缓地驶出黄浦港。
就在这艘升着三色旗的法兰西邮船上，有6个年轻人站在甲板上含着热泪，不停地挥着手向岸上的人
们告别。
    他们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27岁的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挺立在码头上，深情地目送着往日的同窗、挚友远去⋯⋯    “润之先生”，
劳君展轻轻地叫了一声，她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准备秋后赴法。
毛泽东回过头来，劳君展不解地询问：“你为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花了许多心血，可是，你自己为什
么不去呢?”    “是啊，我自己为什么不去呢?”望着港里密匝匝挂着米字旗、太阳旗、星条旗的外国
远洋轮船，毛泽东默默不语。
    作为留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远涉重洋?特别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不少
人曾假设，要是毛泽东当初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学，像青年邓小平赴法留学一样，也许⋯⋯    
当人们假设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就成了需要解开的谜团。
湖南开近代新思想、新事物、新行为风气三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湖南的新民学会便率先响
应。
岳麓山畔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把留法勤工俭学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
当时，毛泽东留法的心情也十分迫切。
1918年8月，他同准备留法的20多个人冒着酷热，携带十分简单的行李从长沙出发去北京。
他们先抵汉口，从汉口乘火车北上，来到河南郾帅(今郾城)。
当时郾师以北的铁路被大水冲断，毛泽东等在城郊停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至许昌，再辗转搭车
到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北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青年》以它那摧毁一切旧事物、旧观念、旧道德，高扬一
切新事物、新观念、新道德的革命气概，从这里放射出思想启蒙运动的光芒；李大钊、陈独秀、鲁迅
、胡适等“五四”思想家们，正以其勇猛之心、不怕断头流血的精神，向一切旧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
击；民主和科学——这两面中国人陌生的旗帜已开始在古都上空飘扬，东方最古老最辽阔的国度正经
受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怀着一腔的热血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
    在这里，青年毛泽东见到了过去从未见到的东西，听到了过去不曾听过的新思想、新观念。
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养分，不断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凝结在它背后悠久的历史文化。
    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一社会还知之甚少。
他深深地感到要改造这一社会，就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它，意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
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这样，在湖南时那种十分迫切的留法的念头到北京后反而渐渐淡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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